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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來講《佛說十善業道經》。我們昨天講到佛告訴龍王，「一切眾生，

心想異故」，就是心裡面想的不同，所以他的行為造做也會不一樣，因此就會

有輪轉。佛又繼續告訴龍王說：你看看法會的這些大眾。（因為這個經是在娑

竭羅國龍宮說的）。這個法會的大眾和形形色色的魚蝦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色

身都是因為心裡頭想的不同，導致造作的善不善業所造成的果報體。所以我們

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心裡頭想什麼，我們的行為就會造作什麼，也會決定我

們的命運。 

 

《金剛經》裡面講說：「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云何降伏其心呢？怎麼

樣降伏我們這個像猴子一樣上上下下的心呢？比如說我們如果有一點觀察

力、觀照力的話，我們知道一個生氣的心、瞋恨的心起來了，我們就應該拿法

去對治它，就會有一個慈悲的法去對治它。 

 

佛教有所謂八萬四千法門，我們只要擁有觀照力——當我們有不好的念頭興起

來時，我們就可以去對治。相較之下比較難一點的是「云何應住？」就是我們

的心應該要住在什麼地方？我們剛剛講心住在哪裡，就會決定我們輪轉的地

方。比如說我們的心如果是住在貪上面，就會墮到惡鬼。上個禮拜在「盂蘭盆



法會」的時候，我們念了《盂蘭盆經》，知道了目連尊者的母親，為什麼她會

墮在餓鬼道，就是因為她在生的時候非常地慳貪。 

 

如果心住在愚癡上就會墮在畜生道裡面，瞋恚就會墮地獄。這麽說來，我們如

果把心住在五戒上面——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住

在這個五戒上面，我們至少還可以保持人身；如果把心住在十善上面——就是

說我們身有三：不殺盜婬，口有四：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在意

念上不貪瞋的話，這就可以有人天的果報。學佛學比較久的人可能要從這個安

樂道設法把自己提升到解脫道，甚至菩提道，那就要把心住在這念上——現前

一念的真心上面。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昨天講心念的造作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們要時時去培養我們美好的心念。

我現在講一個小故事。來測試一下你自己，你的心念會是怎麼樣的？有一個下

雨天，就像今天這樣子，有一隻蜘蛛因為下雨的關係，牠的網——牠的家就被

打破了，所以牠就掉下來。這隻蜘蛛牠就非常努力地爬，爬回去牠那個破落的

家。可是下雨天很潮濕，每當牠爬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就又掉下來；這樣反反

復複，牠每一次爬到一定高度時就掉下來…。故事聽到這個地方，不知道你腦

子裡頭有沒有出現什麼樣的念頭呢？我來說說有三個人有不同的念頭，然後看

看你是屬於哪一種。（有人說：我說那個蜘蛛很笨啊，牠可以在另外個地方再

結一個網，再做一個家嘛！） 

 

第一個人一看到這個蜘蛛呢，牠每一次爬到一定高度時就會掉下來，每一次就

會掉下來，他就歎了一口氣，他說：我的人生就像這隻蜘蛛一樣，反反復複的，



永遠都沒有成功的時候。從此以後，他的意志消沉，就此過了他的一生。 

 

第二個人看到這一隻蜘蛛一跌再跌的時候，他說：唉！這隻蜘蛛真笨，跟瓏法

師剛才講的一樣，好愚癡啊！牠為什麼不繞到旁邊乾的地方，那牠就可以爬上

去牠的那個網呢？因為這樣子的認知，所以他決定此後要非常聰明地過他的一

生。 

 

第三個人看到這一隻蜘蛛屢戰屢敗，可是屢敗又屢戰，他心裡頭得到非常大鼓

舞，他覺得他的人生也應該要這樣。所以因為想像的不同，造作的也就不同，

那他的整個命運也不一樣。有一個心理學家講：「心態決定狀態」。態度——

這個狀態會決定習慣，習慣會決定一個人的性格，性格會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所以我們就要非常地注意我們每一個時候的心態。 

 

現在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常常會聽人家講「善人被人欺，好馬被人騎」。你

認同這句話嗎?這句話就是我姐姐非常擔心他兒子的一句話。有一天，我姐姐

非常語重心長地跟我講：「我好擔心我兒子，他太老實了。」我這個外甥從小

真的是善根深厚，當我初初學佛的時候，我跟他講：「你要不要念念《心經》？」

他就說：「好」。我們也沒有太去注意他是不是做他心經的功課，一直到他考

高中的時候，他媽媽跟他講：「阿姨不是跟你講嘛，你沒事的時候你就要念觀

世音菩薩，睡覺之前要去跟觀世音菩薩磕個頭。」他就回答說：「你怎麼知道

我沒有做。」畢業之後他做事了，我妹妹就跟他講：「你現在長大一點了，要

不要你的功課也增加一點，不要只念《普門品》了，應該要念一下《金剛經》。」

他二話不說，就說：「好」。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非常隨順的人，



也正因此我姐姐老是很擔心他。他到一個地方，看那地方，比如說公園髒了，

他就會把那個垃圾撿一撿，他是那種人。所以我姐姐很擔心他會被人家欺負。

我就跟她講：「他這麼一個善良的人，一定會有善神保護他，你不要擔心他。」

他非常地有福報，因為他隨時都在培養美好的念頭。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去擔

心，這些善人他隨時都會覺得他做善事是在增長他的菩提善果，他根本不會覺

得他是被欺負。 

 

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講我在五月的時候，回去臺灣一趟，我在臺北法界跟「兒

童讀經班」的小朋友講了一個我曾經在這個地方講的故事，我大概把這個故事

跟大家講一下，然後你看看這個小朋友的反應是什麼。 

 

有兩個兄弟，他的父母親死了，留下財產。故事跟一般的兒童故事都一樣，就

是哥哥就欺負弟弟，把最好的田給拿走，然後把非常貧瘠的田給弟弟。弟弟也

沒有覺得被欺負，他就努力去耕田。因為哥哥的那塊田非常的肥沃，所以他的

收穫也非常的好，但弟弟的就不是那麼樣子了。這個時候有個魔，這個地方大

家稍微注意聽一下，這個魔就派遣他的魔子魔孫，跟他們講：「你去他們兩個

耳邊講，這樣這樣…。」第一個魔孫就去哥哥耳邊跟他說：「你這樣太辛苦了，

你應該到樹下去休息」。哥哥就聽進去了，於是他就到樹下去休息，一天一天

過去，結果他的田就荒廢了，就沒有收成。這兩個魔孫得逞之後呢，他又跑到

弟弟的那個地方。就在他耳邊說：「天氣這麼熱，你這樣子太辛苦了，不要再

做了，去休息吧。」可是弟弟一點都不聽，他就把那個鋤頭還是高高的拿起，

重重地鏟下去，就這樣子一直去除草。這個魔孫呢，他就把這個大鋤頭緊緊地

給抱住，不讓他工作。弟弟就不信邪，為什麼那個鋤頭就變得這麼重？他還是



這樣使勁的跟他搶，繼續去耕他的田。其實說穿了這只是自性的魔，因為弟弟

他願意繼續和魔孫對抗，結果這個魔孫就現形了。魔孫現形之後就跟弟弟告

饒，他說：「你饒了我吧，你要什麼我都可以滿你的願。」弟弟當時就鬧肚子

痛，他也非常不貪心地就說：「你只要給我肚子痛的藥就好了」。那他就有這

個肚子痛的藥。 

 

不久國王貼出來一個告示，因為他的女兒——公主生了一個御醫都沒有辦法治

的病。所以就跟天下人尋求藥方，弟弟就拿著這個藥進宮裡，就把公主的病給

治好了。國王為了感激他，就賞賜他一大塊土地。因為哥哥的田已經荒廢了，

已經都沒有收成了，現在聽到弟弟突然之間變得非常的富有，就找上門來，要

求跟弟弟平分他的家產。正這時候我就問小朋友：「你給不給，如果你是弟弟

你給不給？」有兩個大孩子說「當然不給，他待我那麼壞！」他旁邊的人就非

常奇怪地看著他：你不是「讀經班」的學生嗎？怎麽可以這樣做！在群眾的逼

迫之下，他終於點頭：「好了，給吧。」 

 

我先插進去一句話，就是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生而知之者。孔子講說：一生下

來我們就有這個賢聖的種性，我們不是一生下來就明白這些道理。這時候選擇

好的環境就變得很重要。因此我們非常幸運，我們依靠了佛教，依照佛教的道

理來指引我們一個明路。 

我再回去那個故事。那個魔孫他既然沒辦法得逞，就回去報告魔王，被訓了一

頓後。那魔王就決定親自出馬，他去哥哥那個地方講說：「你的土地不夠大，

比你國家大的地方可多得很，你應該發兵去打你臨近的那個國家。」雖然他的

子民不是那麼願意，但是他就逼迫他們，征稅，就去打仗。結果是大敗而歸。



然後他又到了弟弟那個地方，說了同樣一番話。弟弟說：「不！我不打。」他

的子民在他慈悲的薰陶之下，彼此之間都是過著非常祥和的日子。他們覺得現

在的情況已經非常非常的好了，他們不需要去侵佔別人的國家。所以當別的國

家來侵佔他們的時候，他們非常不理解。他就問那個闖進來的士兵：「你要做

什麼？」他說：「我要打你。」「為什麼?」我跟那個小朋友開始對話：「我

要打你」。小朋友就說：「為什麼？」我就說：「因為我們家沒有牛奶」。這

小朋友反應很快：「我們家也沒有」。然後我接著問：「你們家有什麼？」我

很怕他講「你要的我們家都沒有」，那我戲就演不下去了。在旁邊的那個六歲

的說：「你要什麼我們家的統統都給你。」這說明環境薰陶著一個人的思維。

這個思維會決定他將來的性格，也會決定他的一生。 

 

所以我剛才講第一我們要時時去培養我們美好的心念。第二就是如果要把我們

修行的程度提升起來的話，《金剛經》講：「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到底我們的心應該要住在哪裡？就在現前一念真心。是什麼

意思呢？我們昨天不是講裴度的故事嗎，裴度因為對那些錢財，心中毫無貪

頭，他也不想回報；一心就是急人所難，就把這個錢還給她（失者），這當下

就是跟菩提心相應，這就是用在現前一念之心上面。我們一般人最了不起就是

住在現前一念真心上面，而不能念念相續。如果我們能夠慢慢地修我們的心，

把第一個住在真心上面的次數增加、時間拉長的話，那我們這個菩提道場就肯

定會有成。 

 

第三是我自己偶爾都會用的方法，就是碰到境界的時候，我們經常都會有個自

然反應，或者會生氣或者是會驕慢。如果我們碰到這個境界時候，去反問一下



自己：如果是佛菩薩碰到同樣的境界，師父上人碰到這個境界的時候，他們會

做什麼樣的想像？所以，我們最主要就是要學佛菩薩、學聖賢他們的想像。 

 

再來我想跟大家講，大家認識孔子的弟子顏回嗎?顏回他沒有貧賤相，他只是

貧賤命。因為他心的想像並沒有貧賤，怎麼樣可以證明呢？在《論語》裡頭有

一段話講：「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

也！」可見他對於貧窮的生活並沒有以為苦。因為他心裡這一個想像，他並沒

有覺得他很窮。所以他表現出來的絕對也沒有貧窮相。 

 

當我們佈施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現了一個富貴相。雖然這個果報不是這一生會

結果——我們今生所造作的，來生才會出現這個果報。但是他當下的時候，因

為我說：我們覺得我們有才會給，即便你現在很窮，但是因為你覺得富足，你

有多餘的可以給別人，所以當下就呈現一個富貴相。 

 

相反的，有些億萬富翁，他們不願意去施捨，他當下現的就是一個貧窮相。雖

然他現在是富有，但是他覺得沒有多的可以給別人，所以他當下現的就是一個

貧窮相。如果用這樣一個方向我們來想《法華經》的常不輕菩薩。正因為他從

來不會去輕視任何一个人，他從來不驕慢，所以他當下現的就是一個尊貴相。 

 

再來看看彌勒菩薩，他一直笑眯眯的。以前他曾經現的是一個布袋和尚相，他

沒有社會地位，也沒有財富，可是他一生一塵不染，他一直就是非常的清淨平

等，所以他現的是一個清淨相、喜樂相。讓我們住在一個清淨平等上面。 

阿彌陀佛！ 


